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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
� 预报的验证
。
����年

，

我们在防治前��

龄幼虫高峰期�调查
，

实际查得平均虫 口密度为

�
�

�� 头�时
，

折每 肠�耐 虫量 ����头
，

达防治标

准田块率为 ��
，

为轻发生�用 �值最低标准定

级�
，

结果预测与实测相符
。
���� 一 ����年

，

我

们应用预测式进行预报
，

结果与实际完全吻合

����
一 ���� 年验证结果详见表 ��

。

在进行预

报验证的同时
，

我们还将 ���� 一 ���� 年各年实

查的 ��

分别代人预测式方程���和���进行回

测
，

对照各年的实际发生程度检查其拟合情况
，

结果表明
，

除 ���� 年
“
轻

”
一个发生程度等级

外
，

其余各年均相符
，

拟合率为 ��
�

���
。

峰期普查一次虫情即可
，

不需进行糖浆诱蛾和

稻草把诱卵
，

花工少
、

成本低
，

尤其适用于 乡镇

和县级的短期测报
。

针对麦粘虫极易防治和 �

龄前食量仅为一生食量的 ���左右的特点
，

防

治适期可放宽到 �龄始盛至 �龄高峰期
。

此时

田间卵已基本孵化结束
，

往往也是 田间最高虫

量期
，

这段时间用药可起到瞻前顾后 的作用
。

一般年份 �龄高峰期至 �龄高峰期的期距为 ��

天左右
，
�龄高峰期及时作出准确的预报

，

宣传

发动有足够的时间
，

能做到有的放矢
，

争得防治

的主动权
。

� 小结和讨论

此测报方法简单易行
，

只需在 �龄幼虫高

三化螟卵在寄主上的分布与孵化的研究

刘文娟 王建富 任寿美 徐优 良 孙继明 刘国华
�江苏省泰兴市植保植检站 泰兴 ���期叉�

三化螟 珍珍刃。 效� �二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是我省

水稻的主要害虫
。

�� 年代以来
，

因耕作制度
、

水稻品种的变更等因素
，

该虫在我省大部分地

区发生和为害呈上升趋势
。

为此
，

我们在利用

综合防治措施进行防治的同时
，

研究其卵的生

物学特性
，

为测报和防治决策提供依据
，

现将

���
一 ����年对三化螟卵的有关生物学特性观

察结果报道如下
。

� 研究内容与方法

�
�

� 卵块孵化观察

于各代成虫产卵高峰期
，

在中粳稻田�品种

为武育粳 �号
，

下同�
，

随机采卵 �� 块
，

分别置

于室内培养皿内进行保湿
，

观察每块卵孵化幼

虫数和寄生蜂头数
。

�
�

� 卵块孵化后为害水稻株数及残留虫量调

查

分别在 �
、
�代盆栽水稻中接卵观察

，

每盆

栽水稻 巧 穴接卵 �块
，

重复 �� 次
，

正常肥水管

理
。

待螟害稳定后调查每块卵孵化后为害造成

的枯心数和残留活虫数
。
�代在抛秧水稻 田进

行接卵观察
，

共接 �� 块卵�每块相隔一定距

离�
，

螟害稳定后调查每块卵孵化后为害造成的

白穗数和残留活虫数
。

�
�

� �
、
�代卵块在水稻叶片上的分布观察

分别于 �
、
�代三化螟产卵高峰期内

，

用全

查法各调查 ������ 株��� 行
� ��� 株�水稻

，

记

载卵块在稻株叶片上的部位
，

计算各部位所占

的比例
。

� 结果与分析

�
�

� 卵块孵化结果

收稿 日期
�����

一

��
一

�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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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块卵孵化幼虫头数和卵寄生率观察结果

�表 ��表明
，

虽然卵块之间
、

代与代之间及年度

之间卵孵幼虫头数差异较大
，

卵寄生率代与代

之间差异也较大
，

但可看出有一定规律
�
���每

块卵平均孵化幼虫头数逐代增加
，

这与各代成

虫取食的营养条件不同有关 ����卵块寄生率和

卵粒寄生率 �代最高
，
�

、

�代相仿
，

说明 �代三

化螟寄生蜂可起到较好的控制作用
。

表 � 三化螟各代卵孵幼虫数和寄生率

��尧欢�年 ����年

代别 每块卵孵化幼虫数�头� 卵寄生率��� 每块卵孵化幼虫数�头� 卵寄生率���

平均 幅度 卵块寄生率 卵粒寄生率 平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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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
�

幅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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卵块寄生率 卵粒寄生率

月����认丘�
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

�
�

�

�
�

�

��
�

� �、 ���

��
�

� ��� 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
�

�

� ���
�

�

� ���
�

�

��一 ���

���
� ���

��� ���

上卵 块 与 叶尖 的距 离 分 布 为
�� 一 ��� 占

��
�

���
，
� 一 ���� 占 ��

�

���
，
�� 一

��
�� 占

��
�

���
，

��
�� 以上 占 �

�

���
。

因此
，
�代三化

螟卵量调查时
，

叶片正反面同等重要
，

重点放在

上部第 �
、
�张展开叶上

，

且离叶尖 �一 ���� 内
。

表 � 三化螟各代卵块孵化后为害株数及残留虫量

����年 ����年

代别 为害株数 残留虫量 为害株数 残留虫量

幅度 平均 平均 幅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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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卵块孵化后为害水稻株数及残留虫量

观察结果�表 ��表明
，

每块卵孵化后为害

水稻株数和残留虫量
，

不同卵块和不同年度之

间有差异
，

但可看出
，

为害株数和残留虫量均逐

代增加
。

可见
，

三化螟发生地区
，

坚持
“
狠治一

、

二代压基数
，

决战三代保丰收
”
的防治策略显得

非常重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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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代卵块在水稻叶片上的分布

卵块 在 叶 片正 反 面 的分布 为
，

正 面 占

��
�

���
，

反面占��
�

��� �卵块在不同叶位的分

布为
，

上部第 � 一 �展开 叶分别 占 �
�

���
、

��
�

���
、
��

�

���
、
�

�

���和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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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� �表 ���叶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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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� 二代三化螟卵块在水稻叶片上的分布

上部第 �叶 上部第 �叶 上部第 �叶 上部第 �叶 上部第 �叶 合 计

卵块数 比例��� 卵块数 比例��� 卵块数 比例��� 卵块数 比例��� 卵块数 比例�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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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代卵块在水稻叶片上的分布

卵块在 叶片正 反 面 的分布为
，

正 面 占

��
�

���
，

背面占��
�

��� �卵块在不同叶位的分

布 为
�
剑 叶

、

倒 �
、
�

、
� 叶 分 别 占 �

�

���
、

��
�

���
、
��

�

��� 和 �
�

��� �表 ��
。

因此
，
�代

三化螟卵量调查时应重点放在倒 �
、
�叶上

，

尤

其要注意叶背面
。

这样才能准确快速查出田间

卵量
，

从而为测报和防治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
。

表 � 三代三化螟卵块在水稻叶片上的分布

剑 叶

卵块数 比例�

倒 �叶 倒 �叶 倒 �叶 合 计

卵块数 比例� 卵块数 比例� 卵块数 比例� 卵块数 比例�

叶正面

叶背面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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